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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内容概要

《法医化学》内容简介：不可否认，化学是最引人入胜的学科之一，而法医化学则是最能勾起大众好
奇心的化学分支领域。在调查犯罪现场时，法医化学家总能从看起来空无一物的地方变魔术般地发掘
出大量物证，如指纹、纵火及爆炸残留物和DNA。利用化学手段，他们还能鉴别出血液的主人和毒品
毒药的身份。在《法医化学》中，读者将领略到法医化学家们的精彩表演和背后隐藏的化学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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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作者简介

大卫·E.牛顿博士（David E.Netwon Ph.D）从事数学和物理学教学13年。在美国塞勒姆州立学院
（Salem State College）担任化学和物理学教授长达15年。在旧金山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任兼职副教授10年
。他著作颇丰，已出版的达400多部。这些著作中包括教材、百科全书、教师参考书、研究指南、普及
读物、还有其他类型的教育材料。牛顿博士在Facts On File出版公司出版了《核能量》与《干细胞研究
》两本书，还为莱纳·斯鲍林（Linus Pauling）、詹姆斯·沃森（James Watson）和弗朗西斯·克里克
（Francis Click）出版了传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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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书籍目录

前言简介1  法医化学的起源    早年的法医化学    亚瑟·柯南·道尔爵士（1859—1930）    19世纪取得的
进展    法医化学涵盖的范围2  指纹识别    指纹识别的历史    爱德华·亨利爵士（1850—1931）    指纹识
别的一般原则    指纹识别系统    指纹探测    粉末测试    化学测试    光测试    布莱恩·达林普（1947—）3
 法医血清学    血型    马修·约瑟夫·博纳文彻·奥菲拉（1787—1853）    多态蛋白质和同工酶    菲利普
·利文（1900—1987）    血痕鉴定    血痕图案    精液和唾液测试4  毒理学与毒品测试    酒精与人体    美
国法医科学学会    血液酒精浓度测试    罗伯特·伯根斯坦（1912—2002）    毒品测试    毒药测试    确证
试验    米哈伊尔·谢苗诺维奇·茨维特（1872—1919）5  纵火与爆炸调查    纵火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   纵
火调查    保罗·利兰·柯克（1902—1970）    爆炸物调查    理查德·G.利弗塞（1921—）6  DNA指纹图
谱分析    DNA简介    用化学解释生物学    DNA测试相关应用    法医DNA分型    亚历克·杰弗里爵士
（1950—）    DNA分型程序    DNA分型方法    凯利·B.穆利斯（1944—）    关于DNA分型的争议结语译
者感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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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当黏土或玻璃等表面存在由血液形成的指印或压痕时，就可以利用它们对罪犯进行科
学鉴定⋯⋯我已经在两例案件中遇到这种痕迹，并从中找到有用的证据。”这段话描述了指纹在案件
侦查中的潜在用途。。它引自苏格兰医生亨利·福尔茨（Henry Faulds）1880年10月28日写给英国科学
杂志《自然》（Nature）的一封信。当时福尔茨作为传教士在日本工作，在那里他偶然了解到日本工
匠通常利用指纹来标识自己的作品。福尔茨逐渐对这种行为充满兴趣，而且他也确实利用指纹调查出
正是他的一个医学学生经常偷拿实验室的酒精。福尔茨第一个注意到可以将指纹识别作为破案工具，
并将这些发现告诉查尔斯·达尔文（Charles Darwin）。福尔茨希望达尔文能帮他向科学界宣告指纹学
方法，也就是利用指纹侦查犯罪的潜在优势。人们普遍承认福尔茨的信件第一次记述了指纹在破案中
可能发挥的作用。然而，这封信并不是最早提出利用指纹识别来鉴别个人身份的。指纹识别的历史利
用指纹标识身份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。那时中国人已经在处理有关商业交易的法律争论中使
用这种记号，同时也用它来宣示对文件或物品的所有权。但是历史学家们并不确定当时的中国人是否
清楚指纹的独有特性。对指纹的科学研究始于17世纪晚期，当时英国医师尼希米·格鲁（Nehemiah
Grew，1641-1712）注意到他在指尖发现的“无数细小脊线”。在《哲学学报》（Philosophical
Transactions）1684年的文章中，格鲁写道：“如果一个人愿意并使用合适的透镜仔细观察自己的手掌
，他将会注意到⋯⋯许多细小的脊线。这些脊线具有相同的大小和距离，并且走向互相平行⋯⋯它们
分布十分规则，并呈现球面三角形和椭圆形状。”但是格鲁在文中并没有提到利用这些“数不清的细
小脊线”可以达到识别不同个人的目的。这方面的第一个实质进展发生在1823年。捷克生理学家贾恩
·普尔基尼（Jan Purkini）发现指纹通常遵循9种不同图案中的一种。他将这9种图案命名为横向曲线、
中央纵向细痕、斜向条纹、斜向环、杏状涡、螺旋涡、椭圆、圆和对涡。普尔基尼同样没有将这些图
案和它们在确认罪犯时的潜在应用联系起来。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，所有的条件都已具备；科学家和
执法人员们开始研究如何将指纹应用于法医科学。其中作出贡献的先驱人物之一是威廉·赫歇尔
（William Herschel，1833-1918），他是英国一位著名天文-学家的孙子。赫歇尔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印度
胡格里（Hooghly）区的助理联合行政长官兼税务官。在印度任职期间，赫歇尔发现辖区内的退休人
员经常试图重复领取退休金。为了辨别这种欺骗行为，赫歇尔引入新制度。他要求所有养老金领取人
必须在一张收据上留下拇指指纹，以标记哪些人已经领取了退休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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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编辑推荐

《法医化学》：“化学先锋”丛书共计6册，纵览中学基础化学课所没有深入探讨的化学领域中当前
最先进、最卓著的研究成果。《法医化学》所涉猎的题目从最基本的诸如物质和宇宙的起源，到诸如
药品和食品构成等等这类新材料化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用。《法医化学》介绍了该领域内最重要
的新进展以及它们在犯罪调查中的贡献。《法医化学》探讨了众多仪器、现场设备、化学物质和其他
物证检查方法，以及法医程序的技术发展水平。《法医化学》包含的内容有：纵火和爆炸调查，法医
血清学，血痕，法医科学起源，DNA，粉末和化学品测试，指纹识别，毒理学和毒品测试。“化学先
锋”丛书每册附有30多幅黑白图片和插图，有著名化学家的生平简介和主要学术贡献，是学生、教师
的必备书籍，也是那些对化学具有浓厚兴趣的广大读者的最佳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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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精彩短评

1、多年之后回到家里发现高中的时候看过这本书。已经全无印象了。啊年少时的梦。
2、有的医学名词不是特别懂,但总的来说还不错.
3、我可以说。。。我一个文科生看过么...所以色谱和最后一章爆炸物研究就完全看不懂了= =..牛先生
写的相当的通俗了，毒品部分是很好懂的。
4、学到了一些知识，虽然讲得不彻底。
5、这是女儿要求买的，一直以来她对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作品很感兴趣，这是买这本书的原因。书
的开头用福尔摩斯的话开头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。书中有一些化学公式，对没有化学基础的学生而
言应该是可以跳过的，不会影响阅读。
6、呵呵，有点像给高中看的书
7、当时年少轻狂。。。＝＝
8、内容比较枯燥，理论性太强。
9、很深奥的一本书，但可以学到不少的知识
10、非常满意，对这本书，本人也很喜欢化学。
11、这个作者的书还是蛮好的，科普又不枯燥
12、知识面很广泛，整一套书都值得买
13、在书店看到的 想要买一本科学方面的书 本来就对法医挺有兴趣 但是介绍的是技术方面的 有点失
望 但也瑕不掩瑜
14、至少我没找到简单方便的检测危险的方法，所以还是主动远离危险吧。
15、以为会很专业结果发现偏科普，有点小失望，不过还是蛮好玩的
16、每个月了解一个行业，开拓眼界
17、喜欢化学的孩子，家长可以买一本，挺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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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精彩书评

1、对法医化学很有兴趣，在图书馆看到了就借来看看，专业原因涉及的化学都比较熟悉，原本期待
读到更多案例的，可惜这本书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内容，而是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各种检测手段的历史和
操作手法，更像一本指南，非专业人士读起来会觉得乏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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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医化学》

版权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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